
国内国际4 2024年4月3日 星期三 本版责编：郑 璐 版式设计：陈 效

JINRIDINGHAI

新华社东京4月2日电（记者

姜俏梅 郭丹）据日本广播协会报

道，日本岩手县北部沿海地区2日

凌晨发生6.1级地震，此次地震没

有引发海啸的危险。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

东京时间2日4时24分（北京时间

3时 24 分），震中位于东经 141.7

度、北纬 40.1 度，震源深度 80 公

里。地震发生时，岩手县和青森

县部分地区震感较强。

岩手县和青森县警察本部表

示，截至目前未收到地震受灾报

警。据日本东北电力公司消息，

位于青森县东通村的东通核电站

震后未发现异常。日本核电公司

说，位于青森县六所村的核废料

处理厂未发现异常。

日本地处全球最活跃地震带

——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震多发。

日本岩手县沿海地区发生6.1级地震

人民网北京4月2日电（记者

韩鑫）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前两月，我国客运、货运、港口

吞吐量等交通运输行业多项统计

指标实现正增长。

客运量快速攀升。前两月，

我国公路人员流动量为 108.6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0.3%，其中营

业性客运量为 18.66 亿人次，同

比 增 长 23.7% 。 水 路 客 运 量 为

3861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8.5% 。

此外，城市客运量为 165.43 亿人

次，同比增长 22.6%，其中公共汽

电车城市客运量为 60.18 亿人

次，同比增长 23.9%；出租汽车城

市客运量为 58.04 亿人次，同比

增长 16.3%；城市轨道交通客运

量 为 47.09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9.5%。

货运量稳步增长。前两月，我

国公路货运量达到54.54亿吨，同

比增长 7.8%；水路货运量近 14亿

吨，同比增长10.2%。

港口吞吐量实现较快增长。

前两月，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为

26.15亿吨，同比增长8.1%；其中，

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4951 万标箱，

同比增长12.1%。

“总体看，开年以来，交通运输

业运行呈现全面回稳态势。”交通

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副主

任周健表示，货运量、港口货物吞

吐量、人员流动量、快递业务量等

主要指标规模均增长明显，人员和

货物的高效流动，将有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前两月交通运输业多项指标实现正增长

人民网北京 4月 2 日电 （记

者 李栋）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

4月1日 12时，我国黄河宁夏段至

入海口开启为期4个月的休渔，至

此黄河全域全面进入休禁渔期。

同时，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联合

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的“中国渔政

亮剑 2024”黄河休禁渔期专项执

法行动启动。

2022年 4月 1日起，黄河河源

区及上游重点水域实行全年禁渔、

黄河宁夏段至入海口禁渔期延长

至 4个月。2023 年，沿黄九省（自

治区）各级渔业渔政、公安部门扎

实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禁渔秩序平

稳有序，渔业资源得到有效养护。

据统计，2023年共出动执法人

员 3.3万人次、车辆船艇 1.1万辆

（艘）次，同比分别增长32%和 35%；

查办违法案件192起，移送司法处

理案件11起，同比分别下降44.5%

和 75.6%，严重破坏渔业资源违法

犯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局长刘新中在农业农村部近日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历经七年，

“中国渔政亮剑”执法行动内容不

断完善，领域不断拓展，机制不断

优化，已经成为全国标志性的渔政

执法行动。

农业农村相关负责人表示，沿

黄各级渔业渔政和公安部门要着

力做好四方面工作。一要严打非

法捕捞行为。紧盯重点区域、关键

时段，持续加大执法投入，提升执

法质效；加强行刑衔接，强化环境

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

二要强化流域分段管控。黄

河河源区和上游水域要强化全时

管控、全域覆盖，坚定打好常年禁

渔执法持久战；中游和下游水域要

精密布控、精准定位，精确打击

“三无”船舶涉渔、电毒炸鱼等严

重违法行为。

三要加强市场销售监管。全

力配合市场监管等部门，溯源倒查

非法渔获物来源，斩断非法“捕、

运、销”利益链条。

四要规范垂钓监管。因地制

宜、多措并举加强垂钓活动监督管

理，严查各类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的

禁用钓具钓法，防止以休闲垂钓为

名从事非法捕捞生产。

“沿黄各级渔业渔政和公安部

门要按照‘中国渔政亮剑2024’系列

专项执法行动方案的统一部署，以

破解危害渔业发展的顽瘴痼疾为导

向，扎实有效开展黄河休禁渔期专

项执法，全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该负责人说。

黄河全域4月1日12时全面进入休禁渔期
两部门启动黄河禁渔专项执法行动

人民网北京 4月 2 日电 （记

者 李栋）眼下，北方冬小麦进入拔

节期，粮食主产区陆续进入春耕用

水高峰，全国春灌大面积展开。截

至目前，全国已有 1700 余处大中

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水量 29亿立

方米，灌溉面积超过4190万亩。

春灌供水是支撑夏粮丰收的

重要一环。在陕西省咸阳市乾县

马连镇马连村的高标准农田里，渠

水通过一条条斗渠流向广袤农田。

“让小麦‘喝’足了，今年产量

就有了保证，亩产1000斤以上肯定

没问题。”马连村的种粮大户车广

鸣看着绿油油的麦田，心情舒畅。

“公示牌插在地头，农户对当

日的水价水量水费一目了然。”陕

西省宝鸡峡引渭灌溉中心马连管

理站站长高盟介绍，为实现高效灌

溉，灌区实行配水到斗口，由专人

组织护渠、送水、计时、按量收费

到地头，一方面严防跑冒滴漏现象

发生，另一方面也能倒逼农户自觉

节约用水。

“今年春灌，根据渭河水源来

水偏少的现状，发挥 6 座水库优

势，通过联控联调，引抽并举，能

够保障夏粮生产用水。”陕西省宝

鸡峡引渭灌溉中心灌溉科副科长

辛海生介绍，作为陕西省最大的灌

区，宝鸡峡灌区通过骨干工程节水

改造、维修养护、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及加强灌区灌溉管理等有效措

施，灌溉保证率显著提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目前全

国耕地灌溉面积达10.55亿亩，在

占全国 55%的耕地灌溉面积上生

产了全国77%的粮食和90%以上的

经济作物。夏粮作为全年粮食生

产的第一仗，春灌在保障粮食安全

生产中意义重大。目前，黄淮海主

产区冬小麦陆续进入拔节期，西南

地区进入抽穗期，长江中下游主产

区冬油菜处于盛花期，西南地区处

于角果期，东北、西北春耕备耕全

面展开。

“当前，已派出 7个工作组和

专家组，分赴 14个春耕春管重点

省份，深入一线分区分片抓春管，

指导各地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

升关键技术，推进抗旱保春播、防

范‘倒春寒’等措施落地，督促各

地迅速掀起春管春耕热潮，努力夺

取夏收粮油丰收，夯实全年粮食和

农业丰收基础。”农业农村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

全国春灌大面积展开
灌溉面积超过4190万亩

新华社莫斯科4月2日电（记

者 赵冰）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莫

斯科巴斯曼区法院1日批准对第

10名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恐袭事件

涉案人员羁押候审。

报道说，该涉案人员名为雅

库布焦尼·优素福佐达，将被羁押

至5月22日。

据俄媒消息，雅库布焦尼·优素

福佐达是塔吉克斯坦公民，已婚，育

有3个未成年子女。被捕时他正在

建筑工地非法打工，没有前科。

调查显示，他在恐袭事件发

生前几天从自己银行卡上转了一

笔钱给同伙，用于为恐怖分子提

供住宿。案发后，他又给一名恐

袭实施者转了部分资金。

俄联邦安全局此前宣布，已

拘捕 11名恐袭嫌疑人，其中 4人

直接实施了袭击。莫斯科巴斯曼

区法院先后批准对涉嫌参与恐袭

的9名嫌疑人进行羁押候审，其中

包括直接实施恐袭的4名嫌疑人。

莫斯科近郊“克罗库斯城”音

乐厅3月22日晚发生严重恐袭事

件，已造成144人死亡、551人受伤。

俄法院批准羁押第10名莫斯科
近郊恐袭涉案人员

人民网北京4月2日电（记者

孙秀艳）医疗救助是我国医疗保障

体系中起托底作用的制度安排，用

来保障医疗救助对象获得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记者日前从国家医

保局获悉：自2003年、2005年分别

在农村、城市开展国家医保医疗救

助试点以来，经过20年发展，国家

医保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完善，覆盖

人群更广，保障能力更强，困难群

众识别更精准，救助落实更高效。

20 年来，救助规模更大了。

国家医保医疗救助对象从最初的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延伸至低保

边缘家庭成员、防返贫监测对象、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符合条件的

大病患者（因病致贫重病患者）。

救助总人次从2005年的 969万人

次，增长至2023年的 2.5亿人次，

增长约 25 倍。特别是 2018 年以

来，按照中央部署，医疗救助把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防返贫监测对

象纳入保障范围，救助人次从

2017年的 9100万人次增长到 2.5

亿人次，6年增长近2倍。

救助水平更高了。国家医保

医疗救助制度在完善过程中，根

据救助对象家庭困难程度，分类

细化了救助标准。目前，多数地

区取消了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的

起付线，提高了救助比例、封顶

线，救助水平进一步提高。2005

年到 2023 年，医疗救助资金支出

从 13.8 亿元增长到 745 亿元，增

长50多倍，涨幅远高于救助人次。

救助范围更广了。20 年来，

医疗救助逐步向大病慢病患者倾

斜，从原有住院和门诊项目分设、

资金分别管理，调整为资金共同

使用。与此同时，医保部门在医

疗救助方面的服务能力更强了。

目前，医保部门建立了高额医疗

费用负担患者预警监测机制，积

极提高医疗救助经办服务质量，

力争早一天发现困难群众、早一

点落实救助待遇。

国家医保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完善
近二十年救助资金支出增长五十多倍


